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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晓义 社会保障
  二、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
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、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慈善事业等几方面。社会保
障制度有三大功能：一是劳动者及其家庭的“安全网”——劳动者是家庭收入和社会财



富的创造者。国家通过立法，建立社会保险基金，对劳动者在年老、失业、疾病、工伤
、生育而退出劳动领域或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经济补偿，降低劳动风险，就为劳动者及
其家庭编织了一张社会安全网。二是收入分配的“调节器”——社会保险属于国民收入
的二次分配，更注重公平原则，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。这对快速发展变革的社会尤为
重要，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中“消除两极分化”的重要举措。三是经济社会运行的“减
震器"——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时，它通过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而防止
出现大规模的对前途失望的群体，从而减少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。
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1951年算起已有50多年历史。其中已经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：
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（1983年前后），可称为“劳动保险阶段”。1951
年，政务院颁布《劳动保险条例》，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待遇作
出规定。1955年，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养老办法。在农村，
国家对“五保户”实行供养制度，广大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和土地保障。在“文革”期间
，劳动保险制度被取消，改由所在企业自行负担，实际演变为“企业保险”。这一阶段
的历史贡献是开我国社会保障之先河，其制度设计大体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。第二
阶段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七大之前，可称为“社会保险探索阶段”。1984年党的十四届
三中全会后，我国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。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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